
总之总之，，如何更高效地完成纠错和补漏是高三备考途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如何更高效地完成纠错和补漏是高三备考途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大题大题””。。希望通过老师的希望通过老师的

指导能让考生找到适合自己解答本题的指导能让考生找到适合自己解答本题的思路思路，，尽早修补好更多的知识漏洞尽早修补好更多的知识漏洞。。

三类错题必“入库”

对高三考生而言，每经历

一场考试都是一次知识窥探

与心理历练的过程，如果说考

前的复习可以用十分必要来

形容，那么考后的错题整理便

可以用尤为重要来概括。姚

艳老师建议，应该重点整理以

下三类题：

一是根本不会做的题
此类试题能够让考生发

现自身存在的知识盲区，明

确下一步复习中攻坚克难的

方向。

二是重点常见、反复易错题
这些题是考生自身存在的

知识雷区。此类题型在历次考

试中均会出现，高考亦不例外，

其能够反馈出学生本人存在哪

些知识漏洞，能力欠缺点，具有

很强的诊断性及提示性。考生

如能尽快完成“补漏”工作，就

能够在后续考试中提升整体竞

争力，进而提升考生信心，形成

良性循环。

三是此次考试中出现的最
新题型

这些题是考生能否快速适

应并整体提升的知识开发区。

每年高考各科试题原则上稳中

有变，新题代表了出题人对接

当年高考方向做出的摸索与尝

试，积累下来，重点关注，每次

如此，考生即可把握变中之不

变，进而提升应考时随机应变

的能力，最终可以淡定从容的

面对高考。

错题归档讲思路

错题归档是否得当，直接

关系到考生后续能否高效使

用错题集进行“补漏”。对于

如何“整理收纳”错题这一问

题，姚艳老师建议考生首先要

确定适合自己的分类整理方

式。在她看来，分类的标准不

是唯一的，既可以按照知识点

整理，也可以按照考查技能整

理，亦可以按照题型整理，还

可以按照错因整理……考生

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

选择，一旦确定，慎重更改，以

便日后检索，利于复用。其次

要对错题进行分析，回忆考试

过程中自己是如何想的，存在

的思维障碍点是什么，归纳总

结错误的原因，分析自己认知

与标准答案之间的差距，标注

试题对应的知识点，规范完整

地写出解题步骤并备注思维

过程，归纳梳理解答此类试题

的方法技巧。最后还要关注

错题本的设计，建议选择活页

本，便于随时增减；可以每道

题放在一页上，留出空白，便

于后期同类题的增加补充；可

利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不同

的内容，这样清晰直观，重难

点一目了然。

首次月 考

已成过去时，各科

阶段测试和即将到

来的期中考接踵而

来。备考这一年，

各类随堂习题、阶

段测验、课后作业

不可避免地要成为

陪考“必需品”。考

生在做过这些题目

后，难免会暴露出

各种问题。于是，

如何对待错题，如

何更妥善地纠错补

漏，就成为考生急

需思考、解决的问

题。本期我们邀请

了昌平区第二中学

回龙观校区教务处

副主任、语文教师

姚艳为考生们支支

招。让大家用对方

法，高效纠错。

昌平区第二中学回龙观校区的老师为学生答疑。 本报通讯员 侯艳娟 摄

考后纠错，你用对方法了吗？

“常用常新”才有效

错题本是一件能促进高

效复习的备考工具，经常使

用、巧妙利用会产生事半功倍

的效果。对于如何更大限度

发挥错题本功效这一问题，姚

艳老师建议考生可做如下尝

试。一是日常勤回顾。每道

错题更改整理之后，需要经过

一个沉淀的过程，间隔一周左

右可以再做一次，如果能够独

立完整做好，证明此题已经掌

握，进而可以再选择一道同类

型的试题作为检测，看看是否

真正掌握与落实。二是考前

全回顾。在大考之前，将错题

本通览，重点是知识考点、解

题方法，考查技能。所谓万变

不离其宗，从根本上把握“母

题 ”可 以 避 繁 就 简 ，举 一 反

三。三是考后刷新。除了积

累新的错题之外，如果发现同

一类型题再次出错，要把该题

与之前的试题整理在一起，进

行比较分析，精细归因，力争

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四是对

于已经完全落实不再做错的

试题，可以自信剔除。错题本

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经过这

一过程，错题集的使命才算真

正达成。

“外援”助力有讲究

各学科错题的整理是一

个繁杂的精细活儿，对于时间

非常紧张、备考任务很重的高

三学生而言，最强“外援”——

家长的适当介入和适时帮助

能够助推错题本在考生备考

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对此，姚

艳老师提醒家长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首先家长要改变对

错题的观念，避免拿着错题责

备孩子，要把错题当成发现问

题的钥匙，让错题集起到督促

助力孩子学业发展和积极备

考的作用。在考试结束后及

时提醒孩子，避免错过整理错

题的最佳时机，以免造成错题

积压从而削弱错题整理的功

效、影响孩子备考的信心和决

心。其次家长要帮助孩子完

成力所能及的学业后勤保障

工作，例如把值得积累的错题

原题拍照打印出来粘贴在错

题本上，或者帮助孩子抄写错

题，这样就能节约出宝贵的备

考时间。此外，家长可以帮助

孩子统计错题本上呈现出的

薄弱点，统计同一类型题重复

出现的频度，对于反复出错的

题，先对照教材检查孩子知识

点的落实情况，即是否记住了

公式、概念、定理等，然后对照

评分标准、答案解析等，做孩

子解题思路的倾听者，及时标

注出孩子逻辑思维的漏洞点，

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解决

原先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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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 菡 整理）


